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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贾科华报道 ：7 月 28
日，国家能源局官网发布了针对《电力安
全文化建设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的政策解读文章。

解读文章称 ，2016 年 12 月 ， 中共
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推进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提出 “推
进安全文化建设，加强警示教育，强化
全民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 ” 等要求 。
2017 年 11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
能源局印发 《关于推进电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将 “推进
安全文化建设”纳入五十项重点任务统
筹考虑。 2018 年，国家能源局先后出台
电力安全生产、 应急能力建设和网络
安全 3 个三年行动计划， 对电力安全
文化建设工作进行了再强调、再部署。
今年 2 月，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年度工作
要点，要求各成员单位“普及安全知识、
培育安全文化”。 国家能源局作为行业
指导部门， 推进电力安全文化建设，势
在必行。

解读文章指出，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
高质量发展新时期，电力行业正在发生
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安全文化建设面临
诸多挑战。 从行业层面看，核心价值体

系尚未确立，安全文化建设基本规范、
标准缺失 ，不同领域 、区域 、企业之间
的安全文化发展不均衡， 安全文化载
体相对单一， 安全文化传播体系亟待
完善。 从企业层面看，思想上重视程度
不够，一些基层班组安全意识淡薄，安
全文化缺乏延续性 ，人力 、物力 、财力
投入严重不足， 制度规范执行不到位，
宣传教育相对滞后。 从员工层面看，安
全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安全知识和技能
有待进一步提高，安全文化活动参与动
力不足，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健全。 在此
背景下，国家能源局在全面总结“电力
安全文化建设年”活动的基础上，印发
《指导意见》。

解读文章显示，电力安全文化建设的
主要目标是：行业层面，通过开展电力安
全文化建设，促进电力行业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 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企业层面，逐步
建立电力安全文化建设责任体系 、培
训教育体系 、管理监督体系、考核评价
体系等，把安全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
项重要内容， 为企业安全生产奠定基
础。 员工层面，通过宣传教育、学习培
训，使安全理念转化为行动自觉 ，使安

全技能得到有效提升， 充分发挥安全
文化的引领 、凝聚 、辐射作用 ，为家庭
幸福和社会和谐提供保障。 通过开展
电力安全文化建设， 使和谐守规的电
力安全文化深入人心， 电力安全文化
体系日趋完善， 电力员工安全文化素
养稳步提升。

据解读文章介绍，在电力安全文化建
设的实施路径方面，《指导意见》 提出了 6
项重点工程：一是电力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工程。 二是电力安全文化组织机构建设工
程。 三是电力安全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工
程。 四是电力安全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建设
工程。 五是电力安全文化教育培训体系建
设工程。 六是电力安全文化建设品牌企业
创建完善工程。

《指导意见》 同时提出了 10 项主要
任务：一是构建电力安全文化体系。 二是
加强电力安全文化建设保障。 三是开展
电力安全文化建设评估。 四是开展电力
安全文化建设交流。 五是开展电力安全
文化宣传教育。 六是强化电力安全文化
技术支撑。 七是加强电力安全线上培训。
八是建设电力安全文化信用体系。 九是
加快电力安全文化成果孵化。 十是促进
电力安全文化资金投入。

此外， 解读文章显示， 在具体落实
上，《指导意见》提出了 3 个方面的保障
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 高度重视
电力安全文化建设工作 ，可根据工作
需要设置组织机构 ，制定总体目标和
具体措施 ，将安全文化建设与生产经
营工作同部署 、同推进 。 二是加强资
金保障。 拓宽投入渠道，形成行业、企
业和社会共同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机
制， 为安全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
保障 ，确保安全文化研究 、教育 、传播
活动有序进行 。 三是加强宣传引导 。
对电力安全文化建设进行主题宣传 、
典型宣传 ，营造和谐守规的电力安全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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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 2020 年
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进
会。 会议指出，要把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
度精神贯彻到 “十四五” 能源发展规划
中，全力协调推进一批有潜力、受制约的
产能建设项目， 着力突破油气勘探开发
系列关键技术， 加快已探明未动用储量
的动用， 加大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力度。

而就在前不久，国家能源局在《关
于做好 2020 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
导意见》中也提出，要大力提高能源生
产供应能力，积极推动国内油气稳产增
产。 在地方层面，四川和重庆也明确提
出将投资 7100 亿元用于川渝地区天然
气大开发。

但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球油气行业整体低迷，油价、气价均在
低位徘徊。 考虑到我国较高的油气开采
成本，不少业内人士提出“采不如买”的
观点。 那么，在当前低油价背景下，我国
提出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原因何在？
其中存在哪些困难？ 又该如何解决？

国内油气资源是能源安全的基础

自然资源部近日公布的 《全国石油
天然气资源勘查开采通报 （2019 年度）》
显示，2019 年我国油气勘查开采呈现良
好态势， 其中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11.24 亿吨，同比增长 17.2%；天然气新增
探明地质储量 8090.92 亿立方米，同比下
降 2.7% ； 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7644.24 亿立方米 ， 同比增长 513.1% 。

2019 年全国石油产量 1.91 亿吨，同比增
长 1.1%；天然气产量 1508.84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6.6%。

不过，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 ，虽然
近两年我国油气勘查开采开始呈现良
好势头， 但若要扭转当前我国油气生
产与消费间缺口持续扩大、 油气对外
依存度持续攀高的态势， 仍有较长的
路要走。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
告蓝皮书 （2019-2020）》 的数据显示，
2019 年我国原油进口量 50572 万吨，同
比增长 9.5%，对外依存度达 70.8%；天然
气进口量 9660 万吨， 同比增长 6.9%，对
外依存度达 43%。

“我国的能源问题， 最关键的其实就
是油气问题。 从我们整个能源供应结构
来看，煤炭供应基本没有问题，其他非化
石能源最近几年发展势头也较猛，相较
之下，油气‘增储上产’进度是缓慢的，
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在这个大背景
下，国家强调油气‘增储上产’很关键，
是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研究员董秀成表示。

“国内油气资源是能源安全的基础，
只有国内油气上游业务保持发达，才可能
主动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 加上油气工业
本身是一个长周期的行业，油气从发现到
开发，需要十几年或更长的时间。 在低油
价的时候，如果我们像国外石油公司一
样减少上游投入， 今后若要恢复它，需
要花费的时间和资金会更多。 所以在低
油价时，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特别
是勘探，是不应该削弱的，而是应该持
续加强。 ”中石油咨询中心专家查全衡
对记者表示。

低油价下“增储上产”难度更大

今年以来， 国际油气市场持续低迷，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 1 月初的 68 美
元/桶一路下跌，甚至在四月份罕见地出
现了负油价，目前在 40 美元/桶上下。

在此背景下，勘探、炼化等业务收入
成本倒挂，石油企业亏损严重。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国际石油巨头 BP 亏损约

308 亿元， 埃克森美孚亏损约 42 亿元，壳
牌亏损约 2.8 亿元，中石油亏损 162 亿元，
中石化亏损 198 亿元，美国多家上市石油
公司宣布破产。

而另一个现实是，我国油气上游投资
大、风险高，资源品质差、开采成本高。

以天然气资源为例，我国待探明天然
气资源量中，致密气占比约 25.2%，深水、
深层资源合计占近一半；新增天然气储量
中，中低丰度气藏储量超过 60%。 而作为
我国天然气上产主阵地的鄂尔多斯盆地，
其致密气储层被形象地誉为“磨刀石”，多
数新增储量难以有效动用。 资源品质的不
断下降， 使天然气采收率由 2003 年的
64%下降至 2017 年的 56%。

“从经济角度来看，我国油气开采成
本较高，资源条件相对较差，而目前国际
市场油气供应很充足，价格也不高，这个
时候扩大境内油气资源开发， 难度比较
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政策与法
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指出。

“‘增储上产’一直是有难度的，增储
就是勘探，花钱找储量，可能投入很大但
最后什么也找不到，风险是很大的。 上产
则包括老油田的稳产和新油田的增产，老
油田按照自然规律产量一定是递减的，增
产就是上产能， 动用已经探明的储量，但
这些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差的， 好的区块、
比较容易开采的几乎没有，难动用储量的
开采成本会更高，现在油价这么低，成本
增加基本意味着亏损。 ”董秀成坦言。

除此之外，查全衡表示，目前上游领
域的核心技术仍存在“卡脖子”问题。 “总
体来讲， 我们国家的勘查开采技术，特
别是总体的理论指导， 与发达国家的
水平差距并不大， 但一些关键设备和
个别的核心技术，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
差距，比如非常规油气开采，定向钻设
备的核心技术我们还没掌握， 还没有完
全国产化。 ”

建立更开放的勘探开发市场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加大勘探开发力
度的关键在于增大投资和技术创新。

“增储上产，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资
金，二是技术。 ”董秀成指出，“不管勘探也

好、开发也好，关键技术得有突破，这样才
能够降低成本。 所以国家强调 ‘增储上
产’，也是强调关键技术的研发。 ”

陈守海对此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加
大勘探开发力度，首先要考虑短期内怎样
让钱进来，除了‘三桶油’之外，让更多企
业的钱进来。 再就是如何促进技术进步，
从长远看，加强油气勘探开发还是技术问
题。 历史上石油枯竭过很多次，但随着钻
井技术的进步，打的井越来越深，产量也
越来越高。 我国的资源条件差，实际上是
我们没有开采它的手段而已，包括天然气
水合物，如果能够成功开采，我国的油气
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

事实上，今年 5 月 1 日起，自然资源
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
的意见（试行）》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凡在
我国境内注册的净资产不低于 3 亿元人
民币的内外资公司，均有资格按规定取得
油气矿业权，这正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
活力， 引入更多渠道筹集勘查开发资金，
以推动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总而言之，要促进国内油气勘探开
发，需要建立一个更开放、流动性更强
的市场，提高效率。 同一件事情，你觉得
不值得干，别人有可能愿意干。 ”陈守海
指出。

在查全衡看来， 低油价对我国也是
一个好机会。 “西方一遇到困难就裁员，
对我们来说就是机会，可以更容易买进
技术、引进人才，但这个机会完全靠石
油公司是有困难的，因为低油价对他们
本身就是考验，现金流紧张，在这样的
情况下， 还是需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考
虑，给予支持。 ”

“国际出现低油价也不是第一次，但
是过去的低油价下我们利用的并不是太
好，所以这一次要抓好这个机会，化危为
机。 一是要分清主次调整生产结构，首先
要提高采收率，提高储量动用率；二是要
广泛采用先进而适用的新技术， 实现核
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关键
设备完全国产化；三是精打细算过好“紧
日子”；四是矿权管理改革见实效，政府
部门要下功夫帮助新入围的外企克服
‘水土不服’，帮助民企尽快‘进入角色’，
使油气资源得到充分、及时、节约、合理
的开发利用。 ”查全衡说。

低油价下，“增储上产”难题如何破解
■本报记者 李玲

国家能源局解读《电力安全文化建设指导意见》：

电力安全文化建设势在必行

��国国家家能能源源局局日日前前召召开开会会议议指指出出，，把把大大力力提提升升勘勘探探开开发发力力度度精精神神贯贯彻彻到到““十十四四
五五””能能源源发发展展规规划划中中，，但但在在企企业业层层面面，，国国际际油油气气市市场场低低迷迷导导致致资资金金压压力力剧剧增增，，甚甚至至
有有观观点点提提出出““采采不不如如买买””——————

核心阅读：

我国的能源问题，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油气问题。 从整个能源供应结构来看，煤炭供应基本没有问题，其他非化石能源最近
几年发展势头也较猛，相较之下，油气“增储上产”进度缓慢，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要想促进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就需要建
立一个更开放、流动性更强的市场，提高效率。 因为同一件事情，一方觉得不值得干，但另一方有可能愿意干。 市场化程度的
提高，有利于“增储上产”。

上接 1 版

“隔行如隔山 ，在对新业务
领域不熟悉的情况下所作的决
策很难说都是明智的，决策失误
不仅导致更多支柱产业难以建
立，还会给原有支柱产业增加负
担。 ”高新阳说，“搞多元化发展
战略， 不但要有雄厚的资金实
力，还应具备很强的软实力。 但
由于煤炭企业大多还停留在粗
放型管理阶段，管理水平、一线
生产人员素质较低， 研发能力、
创新能力不足， 除煤炭主业外，
如何兼顾多产业综合发展本身
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大难题。 ”

“多元化发展本身没有错，也
是煤炭行业应该坚持的方向。 ”
邹绍辉指出，“过去讲多元化发
展，倾向于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
向关联，但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
的，不应一味追求规模和全产业
链发展。 ”

盲目扩张
煤企负债已成常态

据记者了解，饱受债务困扰
的煤炭企业不在少数。 多位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尽管实施去产能
政策以来，煤炭行业产业结构和
布局得到调整，行业出现了短期
利润回升， 资产负债率有所下
降，但除了国家能源集团、山东
能源集团（新）、中煤集团和陕煤
化集团等少数企业外，大部分煤
炭国企，特别是老煤企，普遍存
在资源赋存及开采条件差、生产
成本高、人力负担重、企业盈利
能力弱等问题。

“煤炭企业的债务问题，大多
是由于前些年大量收购不良煤炭
资源，以及盲目扩张造成的。 ”中
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邢雷直言，债
务负担重是多年的老问题，既有
历史原因， 也有产业决策错误，
还存在政府主管部门乱干预的
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高新阳对记者表示， 不少煤
炭企业领导干部市场经济意识
不强， 总认为国企出了问题时
会有国家兜底， 在前一个经济
周期中， 对新上马项目的发展
前景分析论证不到位 ， 在经营
战略调整方面也存在较大盲目
性，摊子铺得太大，只重规模不
重效益， 给日后的生产经营带
来较大隐患。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
进一步指出， 煤企现今普遍负
债与早前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预
有很大关系。 “企业发展较好的
时候， 不少地方政府将一堆与
煤炭不相干的产业塞给企业 ，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强令煤炭企
业收购资源不够优质的小煤矿。
虽然‘好马拉快车’的初衷是好
的，但现实却是‘慢车’太多拖垮
了‘好马’。 ”

把握政策窗口期
做好“加减乘除”

当前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下行、
煤炭和煤化工产品需求下降，使
本就背着沉重债务负担的煤企资
金流动性愈发紧缩， 进一步放大
了煤炭企业的债务压力。

冀中能源这类煤炭生产企业
怎样才能迈过债务这道坎？ 邹绍
辉指出：“对企业而言，首先应提
高资产流动性；其次，在短期内
降本增效，提高各产业的市场竞
争力；另外，要进行长期的产业
结构优化。 ”同时，焦敬平表示，
希望政府多给予煤炭行业支持，
从财政税费减免、 债转股市场
化等角度提出能够落地的金融
措施， 帮助煤炭企业摆脱短时
困难。

为避免债务危机， 多位业内
人士建议， 煤炭企业应围绕煤炭
主业发展，适度多元化，避免盲目
扩张。在此基础之上，有效处置僵
尸企业， 做到盘活存量和优化增
量并举，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
债务率。 此外，高新阳还认为，可
以充分利用疫情爆发后金融机构
向企业大幅度让利的特殊时期，
积极调整经营战略。

“总体来看，煤炭行业高质
量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焦敬平
强调， 煤炭企业应回归主业，重
新审视自己的主营业务 ， 做好
“加减乘除”， 珍惜政策的窗口
期，做好新旧动能衔接。

河北最大煤企
经营业绩频亮红灯


